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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旧唐书》看史书语料在汉语史
研究中的特点和价值

张能甫

( 四 Jll师范大学 文学院
,

四川 成都 l6 0() 6 8 )

【摘 要】 史书语料具有独特 的特点和价值
。

史书语料的特点表现为用语典雅
、

用词范围广
、

使用新兴词语
、

使用俗语词 ;史书语料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汉语构词法的研究
、

辞书的编写
、

近代汉语

词汇研究
、

汉语词汇史的断代研究
、

父子连名制的研究
、

同形异义词的研究等
。

从语言学角度深入研

究史书语料
,

有助于提高汉语史的研究水平
。

【关键词】 幻日唐书》 ; 史书语料 ; 特点
; 价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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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 书是对历史上所发 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的记

载
。

煌煌巨著二十五史
,

包融了整侗中华民族的历

史
。

史书语料的特点是多方面的
,

从语言学的角度

看
,

史书语料的主要特点有
:

1
.

1 用语典雅

史书词语的一侗显著特点是用词典雅
。

因为史

书具有庄重性和严肃性
,

史书语料具有历史继承性

和沿袭性
。

编写史书
,

要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
,

用语

要简洁
。

因此
,

一侗朝代几百年间所发生的重要历史

事件
,

用两三百万字就能够把它表述清楚
。

这就注定

了史书词语的典雅特点
,

即只有使用那些言简意赅

的词语来记录
,

才会显得精炼
,

不拖泥带水
。

具体到

《旧唐书》这部史书来看
,

其用词的典雅性
,

主要体现

为
:
使用通假字

、

使用古词义
、

使用宾语前置句
、

使用

活用词等
。

如
:通假字问题

,

先秦两汉
,

言文一致
,

书

面语和口语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;魏晋以援
,

出现了

接近口语的白话文
,

在不登大雅之堂的场合使用白

话文
,

在庄重场合和正规教学中又使用文言文
,

因而

有了言文不一致的现象
。

史书语料的用语正是后者
,

因此
,

在口语中已经较少使用的通假现象
,

在史书中

却常见
。

如
“

已
”

通
“

以
”

的问题
。

《旧唐书》中
,

有不少

的
“

已
”

字
,

实际上是
“

以
”

的通假字
。

《旧唐书》中
,

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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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出现在
“
已南

” 、 “
已还

” 、 “
已来

” 、 “
已西

” 、 “

已降
” 、

“

已上
” 、 “

已下
” 、 “

已前
” 、 “

已俊
” 、 “

已东
”

等结构中的
“

已
”

字
,

均为
“

以
”

的通假字
。

又如活用词问题
,

名词

活用为动词
、

形容词的意动用法
、

动词的为动用法等

词类活用现象
,

上古汉语常见
,

以后逐渐减少
。

作为

史书的 《旧唐书》
,

也偶尔有所使用
。

卷 83 《薛仁贵

传 》 : “

仁贵射而洞之
,

高宗大惊
,

更取坚甲以赐之
。 ”

这里的
“
洞

” ,

指穿洞
,

名词动用
。

卷 19 上 《彭宗纪》 :

“

执政是之
,

以播石为盐铁巡官
,

往杨子院专督海

运
。 ”

这里的
“

是
” ,

义为
“

认为… 是对的
” ,

形容词 的意

动用法
。

卷 17 下《文宗纪下》 : “

戊午
,

兴元军乱
,

节度

使李绛举家被害
,

盘官薛齐
、

赵存约死之
。 ”

这里的
“

死
” ,

义为
“

为… 而死
” ,

动词的为动用法
。

1
.

2 用词范围广

史书所记载的内容
,

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
。

因

此
,

其词汇的覆盖面也是非常宽广的
。

就用词范围的

广泛性而言
,

史书语料所涉及的词语范围
,

任何语料

都无法 比拟
。

研究汉语的词汇和词汇史
,

史书语料是

非常有用的材料
。

如史书中的的各类
“

列传
” ,

反应了

政治
、

经济
、

军事
、

学术等各类人物的生活历程
,

其中

的用语涉及 了日常生活中不少的词汇
。

史书中的各

类
“

志
” ,

如天文志
、

地理志
、

礼仪志
、

音乐志
、

律历志
、

五行志
、

职官志
、

舆服志
、

经籍志
、

食货志
、

刑法志等
,

使用了众多的专业词语
,

要研究这些类型的专用词

汇
,

主要依据的语料是史书
。

总之
,

任何时代的史书
,

都是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
。

若要系统研究唐代的各

种类型的词汇
,

`旧唐书 》 中的用语基本上可以包罗

一切
。

以它作为研究唐代词汇的基本语料
,

从理论上

说是行得通的
。

1
.

3 使用新兴词语

语言的词汇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
,

任何一个

时代
,

都必然会有不少的新兴词语出现
。

语言的发展

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
,

社会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

件
。

社会越发展
,

新兴词汇就出现得越多
。

中国的大

唐帝国
,

历史悠久
,

社会发展迅速
,

新生事物不断 出

现
,

因而
,

反映在语言中
,

就必然会 出现相应 的新词
。

1
.

4 使用俗语词

俗语指的是一个时代的方言词和口语词
。

关于

俗语词的情况
,

郭在贻先生在其《训话学 》的有关部

分论述甚详
。

就 《旧唐书》中的俗语词而言
,

郭先生也

给予了高度的评价
,

认为这部书是研究唐代俗语词

者的必读书
。

但是
,

要准确判定一侗词语是否是俗语

词
,

有相当的难度
。

这里就从判定方言和口语的标准

的角度
,

试例举 《旧唐书》中的一些俗语词如下
:

白麻
: 指内出的有关将相升免的制书

。

卷巧下

《宪宗纪下 》 : “

将相出人
,

翰林草制
,

谓之
`

白麻
’ 。 ”

卷

17 1《李甘传 》 : “

宰相者
,

代天理物
,

先德望而俊文艺
。

注乃何人
,

敢兹叨窃? 白麻若出
,

吾必坏之
。 ”

卷 192

《隐逸传》
“

阳城
” : “

时朝夕欲相延龄
,

城曰
: `

脱以延

龄为相
,

城当取白麻坏之
。 ” ,

《新唐书
·

李晨传 》
“

附王

协
” : “

故事
,

将相除徙
,

皆内出制
,

故号
`

白麻
’ 。 ”

`大

词典 》失收
。

打腾腾
: 迟延不进貌

。

卷 3 7《五行志》 : “

调露中
,

高宗欲封篙山
,

累草仪注
,

有事不行
。

有谣日
: `

不畏

登不得
,

但恐不得登
。

三度微兵马
,

旁道打腾腾
。 ’

高

宗至山下港疾
,

还宫而崩
。 ”

哥 : 指父亲
,

这种用法出现了 2次
。

卷 10 7《棣王淡

传》 : “

玄宗使人掩其履而获之
。

玄宗大怒
,

引淡洁责

之
。

淡顿首谢 曰
: `

臣之罪合死矣
,

请一言以就鼎镬
。

然臣与新妇
,

情义绝者
,

二年于兹
,

臣有二孺人
,

又皆

争长
。

臣实不知有符
,

恐此三人所为也
,

惟三哥辩其

罪人
。 ’

及推问之
,

竟孺人也
。 ”

按
: 这里的

“

三哥
”

指

唐玄宗
,

因他排行第三
,

其子李淡称之为
“

三哥
” 。

卷 106 《王据传》 : “

玄宗泣日
: `

四哥仁孝
,

同气唯有太

平
,

言之恐有违犯
,

不言忧患转深
,

为臣为子
,

计无所

出
。 ” ,

按
: 这里的

“

四哥
”

指唐睿宗
,

他排行第四
,

其子

唐玄宗称之为
“

四哥
” 。

史书语料的价值是多方面的
,

就语言学方面的

价值而言
,

大略有以下几方面
:

2
.

1 有助于汉语构词法研究

研究汉语的构词法
,

史书语料也有它的价值
。

史

书语料作为全民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
,

其用语也具

有相当的普遍性
。

在汉语构词法的研究中
,

也有使用

史书语料的
。

这里就《旧唐书》中所涉及的与构词法

有关的一些问题
,

做些举例说明
。

2
.

1
.

1 前缀
“

阿
” 、 “

老
”

汉语的前缀
“

阿
” 、 “

老
” ,

虽然上古时代就已经产

生
。

但是
,

在各个时代的不同语料的使用 中
,

都会表

现出它的一些使用特点
。

《旧唐书》中的前缀有
“

阿
” 、

“

老
”

等
,

它们在 《旧唐书》中的使用情况
,

很有一些特

点
。

如
“

阿
” ,

《旧唐书》中
,

由词头
“

阿
”

构成的词语有
“

阿父
” 、 “

阿劳
” 、 “

阿浩
” 、 “

阿舅
” 、 “

阿焦
” 、 “

阿裴
” 、

“

阿虔
” 、 “

阿秋
” 、 “

阿 鼠
” 、 “

阿檀
” 、 “

阿武
” 、 “

阿翁
”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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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阿韦
” 、 “

阿小
” 、 “

阿彦
” 、 “

阿足
” 、 “

阿减
”

等
。

这些
“

阿
”

字的作用
,

有的是放在姓的前面
。

刘从谏之妻姓
“

裴
” ,

故称
“

阿裴
” 。

武则天姓
“

武
” ,

故称
“

阿武
” 。

韦

庶人姓韦
,

故称
“

阿韦
” 。

有的放在称谓词的前面
。

父

亲称
“

阿父
” ,

舅舅称
“
阿舅

” 。

也有的用于人的名字

前
。

田乾真小字
“

阿浩
” ,

张孝忠本字
“

阿劳
” ,

张易之

的母亲韦氏称
“

阿减
” 。

有用于姓加
“

阿
”

再加名字的
。

如
“

尹阿鼠
” 、 “

薛阿檀
” 、 “

何阿小
” 、 “

王阿足
”

等
。

也有

不知姓氏
,

只有
“
阿

”

加名字的
。

如
“

阿焦
” 、 “

阿虔
” 、

“

阿秋
” 、 “

阿彦
”

等
。

2
.

1
.

2 词尾
“

儿
” 、 “

头
” 、 “

子
”

等

《旧唐书》中的词尾有
“

儿
” 、 “

头
” 、 “

子
”

等
。

它们

在 《旧唐书》中广为使用
。

如
“

儿
” ,

《旧唐书 》中
,

由词

尾
“

儿
”

构成的双音词有
“

虫儿
” 、 “

刀儿
” 、 “

端儿
” 、 “

党

儿
” 、 “

龟儿
” 、 “

歌儿
” 、 “

裹儿
” 、 “

狗儿
” 、 “

狼儿
” 、 “

龙

儿
” 、 “

乞儿
” 、 “

侍儿
” 、 “

婉儿
” 、 “

猪儿
”

等
。

这些
“
儿

”

的

具体用法
,

有下面几种情况
。

放在动物名称后面
,

表

示人的名字
。

如
“

虫儿
” 、 “

龟儿
” 、 “

龙儿
”

等
。

或者在

前面加上姓氏
。

如
“

李狗儿
” 、 “

马狼儿
” 、 “

李猪儿
”

等
。

在表示事物的名词后面加上
“

儿
” ,

表示人名
。

如
“

魏

刀儿
” 。

放在其它词语后面
,

表示人名
。

如
“

端儿
” 、 “
党

儿
” 、 “

裹儿
”

等
。

名词后面加上
“

J L
” ,

表示人的职业
。

如
“

歌儿
” ,

指以演唱为职业的人
。 “

乞儿
” ,

以乞讨为

生的人
。 “

侍儿
” ,

以侍奉他人为职业的人
。

2
.

1
.

3 类似词缓的成分
“

辈
” 、 “

等
”

等

《旧唐书》中的类似词缀的成分有
“

辈
” 、 “

等
”

等
,

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放在一些名词和称谓词的佳面
,

构成表示复数意义的复词
。

在这一点上
,

二者具有众

多的相似点
。

如
“

辈
” ,

《旧唐书》中
,

由
“

辈
”

构成的复

词主要有
“

此辈
” 、 “

臣辈
” 、 “

尔辈
” 、 “

验马辈
” 、 “

J七郎

辈
” 、 “

公辈
” 、 “

狗鼠辈
” 、 “

君辈
” 、 “

令史辈
” 、 “

卿辈
” 、

“

汝辈
” 、 “

时辈
” 、 “

我辈
” 、 “

吾辈
” 、 “

妖辈
” 、 “

贼辈
” 、

“

兹辈
” 、 “

诸贤辈
” 、 “

足下辈
”

等
。

它们的主要用法有
:

放在专有名词后面
,

表示同类的人
,

如
“

崔群辈
” 、 “

崔

造辈
” 、 “

窦建德辈
” 、 “

力士辈
” 、 “

李怀光辈
”

等
。

放在

指示代词援面
,

如
“

此辈
” 、 “

兹辈
”

等
。

放在第一人称

代词后面
,

如
“

吾辈
” 、 “

我辈
”

等
。

放在第二人称代词

后面
,

如
“

尔辈
” 、 “

汝辈
”

等
。

放在谦称和尊称词语后

面
,

如
“
臣辈

” 、 “

公辈
” 、 “

卿辈
” 、 “

子辈
” 、 “

诸贤辈
” 、

“

足下辈
”

等
。

放在普通名词后面
,

如
“

验马辈
” 、 “

) L郎

辈
” 、 “

狗 鼠辈
” 、 “

令史辈
” 、 “

时辈
” 、 “

妖辈
” 、 “

贼辈
”

等
。

..2 2 有助于辞书编写

史书语料在辞书编写 中具有重要的价值
,

有不

少词语的始见例都出自史书语料
。

如上古的《史记》
、

《汉书》
,

中古的《后汉书》
,

近代 的《旧唐书》等
,

汉语

大型辞书的始见例
,

有很多是从中选取的
。

概而言

之
,

史书语料在辞书编写中的主要价值
,

有 :

.2 2
.

1 提供例证

提供例证包括提供始见例证
、

提供更早例证和

增补例证等多种情况
。

提供始见例证
:
史书语料在辞

书编纂中的价值
,

首先是为大型辞书提供始见例证
。

以《汉语大词典》而论
,

它以《旧唐书》中的词语或者

某一词语中的某一意义作为始见例的
,

有 4 5 0多个
,

占所调查总数 5 ( XX)侗词语的约9 %
,

由此可见 (旧唐

书》在辞书编写中受到的重视程度
。

辞书举例一般都

是举多侗
,

这样才能显示出这个用语带有普遍性
。

但

是
,

在例证比较难找或者资料准备不充分的时候
,

也

有只举一个例证的
,

这种现象称为唯一例证
,

唯一例

证是始见例中的一种特殊类型
。

《汉语大词典》以《旧

唐书》中的用语或者某一义项作为唯一例证的词语
,

也是 比较多的
。

提供更早例证
:
辞书举例虽然重视了史书语料

,

但是
,

由于没有作专书语言研究
,

因此
,

有不少早在

史书语料中就使用 了的词语
,

辞书中始见例的举例

时代往往晚于史书的时代
。

就我们对 《旧唐书》中

5 0( 犯侗词语的初步调查来看
,

《旧唐书》 中已经使用

而 《汉语大词典》 的始见例或者义项的时代偏晚的

词
,

大约有以X〕来侗
,

占所调查总数的约 12 %
。

我们对

始见例的时代的处理
,

是以书的作者的时代为依据

的
。

这些词语在 《汉语大词典》的进一步修订中是具

有重要意义的
,

它们可以用来替换 《汉语大词典》始

见例时代偏晚的词条
,

为辞书保持永恒的权威性增

添光彩
。

《旧唐书 )中的这些唐五代词语
,

与《汉语大

词典》 相应词语或者意义的始见例的时代
,

对 比如

下
:

有《旧唐书》已见而《汉语大词典》始见例为宋代

的词语或者意义 ; 有《旧唐书》已见而 《汉语大词典 》

始见例为辽
、

金
、

元代的词语或者意义 ; 有《旧唐书》

已见而 《汉语大词典 》 始见例为明代的词语或者意

义 ; 有《旧唐书 》已见而《汉语大词典》始见例为清代

的词语或者意义 ; 有《旧唐书》已见而 《汉语大词典 》

始见例为近
、

现代的词语或者意义
,

等等
。

增补例证
:
举例是辞书的重要 内容

,

缺乏例证
,

就不知道词的意义的适用语境
,

更不可能知道词义

产生的大致时代
,

这是不利于学术研究的
。

《汉语大

词典》中
,

就有一些词语或者义项
,

只有释义而无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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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
从 《旧 唐书》看史书语料在汉语 史研究中的特点和价值

证
。

《旧唐书》中的词语或者意义
,

正好能弥补一些这

方面的不足
。

如
“

都统
”

(义项②官名
,

没有例证 )
、 “

控

鹤
”

(义项②唐代始有的宿卫近侍之官
,

无例证 )
、 “

明

堂
”

(义项②人身上的一个针灸穴位
,

缺乏例证 )
、

苗

子 (义项②植物的幼苗
,

缺乏例证 )等等
。

.2 2 .2 补充义项

一种语言中的词语
,

绝大部分都是多义词
。

一个

多义词
,

少则两个义项
,

多则几十个义项
。

任何一部

辞书
,

要把每个词语的各种意义收罗完毕
,

是非常困

难的
。

要做到这一步
,

不可能一毗而就
,

只能是初具

规模
,

逐步完善
。

专书词汇的研究
,

是完善辞书的一

个重要方面
。

在对《旧唐书》词汇进行研究的过程中
,

我们发现
,

《旧唐书》 中的词语的意义
,

有些不见于

《汉语大词典 》
。

这些意义
,

可为 《汉语大词典》的修

订
,

提供增补义项的依据或者参考
。

如
“
此等

”

(这些

人 )
、 “

出脚
”

(指亲 自搬运 )
、 “

穿穴
”

(唐代的一种劣质

钱币 )
、 “

东西
”

等等
。

.2 .2 3 增补词条

辞书收词应该是全方位的
,

能够做到把各个时

代 的所有词语都收集齐全
,

只要一查词典
,

任何词语

都能够找到
,

那么这样的辞书才算得上是权威工具

书
。

要做好这一步
,

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
。

这是

一项浩荡的文化工程
,

必须持之以恒
,

各个时代的学

人都要认真对待
,

并且不断完善
。

任何辞书都没有最

好
,

只有更好
。

据此理论
,

《汉语大词典》收词 37 万多
,

并没有把所有的汉语词汇网罗殆尽
。

有的专家说
,

《汉语大词典 》的词语即使再增加一倍
,

也不可能收

完所有的汉语词汇
,

这确实是至理名言
。

就我们对

《旧唐书》词汇的初步研究来看
,

《旧唐书 》中就有不

少词语
,

《汉语大词典 》失收
。

在修订《汉语大词典 》的

时候
,

把这些词语增补进去
,

这对于进一步提高 (汉

语大词典》的权威性
,

是不无裨益的
。

.2 3 有助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

晚唐五代是近代汉语的起点
,

这一时期的史书

语料
,

也是近代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
。

不少近代

汉语的词汇专著和辞书
,

都大量举 《旧唐书 》中的用

例
。

《旧唐书 》中的词语
,

初步可以被视为近代汉语中

的用语的
,

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
:

第一种情况
,

从社

会 的发展变化的角度来判定
。

语言和社会密切相关
,

语言的变化实际上是词语的变化
。

由于社会的发展
,

出现了新生事物
,

因而出现了相应的新兴词语
,

这种

类型的词语
,

全部都是近代汉语时期新出现的词语
,

是汉语词汇研究的重点
,

如本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举

的词语即属此类
。

第二种情况
,

从辞书举例的角度来

判定
。

个人的力量总是微不足道的
,

任何人的知识面

都是有限的
,

因此在大规模的判定一本书或者一侗

时代的新词新义时
,

还必须借助于集体的力量
。

集体

的力量是智慧的宝库
,

知识的源泉
,

权威 的大型辞书

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和体现
。

具体说来
,

《汉语大词

典》 就是建国以来中国老中青三代千余名语言学家

和语言学工作者十多年集体智慧的结晶
,

从总体水

平来看
,

在 目前的汉语大型辞书中很具有权威性
。

以

它作为参照物
,

我们把 《汉语大词典 》中的下列五类

词语
,

初步确立 为近代汉语词语
:

第一类
,

以 《旧唐

书 》中的用语作为始见例的词语 ;第二类
,

《旧唐书 》

已见而举例偏晚的词语 ;第三类
,

《旧唐书 》已见而失

收的词语 ; 第四类
,

见于《旧唐书》而举唐代其它语料

中的用语作为始见例的词语 ;第五类
,

见于《旧唐书 》

而举成书于唐代的史书语料中的用语作为始见例的

词语
。

在我们所调查的 5以X】个 《旧唐书》的词语 中
,

这

几部分词语加在一起
,

约有 25 00 个
,

占总数 的约

5 0 %
。

由此可知
,

《旧唐书》在汉语词汇史 的研究 中是

具有重要价值的
,

研究近代汉语词汇
,

它也是非常重

要的语料
。

当然
,

由于辞书在举例时
,

有不少疏漏之

处
,

因此
,

仅 以此结论来作精确研究是不够的
。

不过
,

有了这侗粗略的范围
,

研究《旧唐书 》中的近代汉语

词汇肯定会事半功倍
。

.2 4 有助于汉语词汇史的断代研究

丰富的史书语料
,

对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来说
,

是非常有用的
。

《旧唐书》是有唐一代的第一部史书
,

成书于五代时期
。

晚唐五代时期
,

又正好是近代汉语

的开始
。

因此
,

在史书中
,

它的地位很特殊
,

它是包含

近代汉语时期语词的第一部史书
。

它包括了汉语史

上的上古汉语
、

中古汉语
、

近代汉语三个时期的词

汇
,

仅以它作语料来研究汉语词汇史
,

就能够看出汉

语史上的三涸时期的词汇状况
。

成书于它之后的史

书
,

虽然也能包括这三侗时期
。

不过
,

其中所涉及到

的近代汉语时期不是最早的
,

只有 《旧唐书》中的近

代汉语时期才是最早的
。

因此
,

从语言语料学价值的

角度看
,

此后的史书在这一点上还是 比不上 《旧唐

书》
。

我们从 《旧唐书 》中选取了约五千个双音节词语

进行研究
,

结合《汉语大词典 》
,

把每个词语在 《旧唐

书》中的准确意义弄清楚
。

同时
,

根据 《汉语大词典》

所提供的每词每义的始见例
,

从历史词汇学的角度
,

去考察这些 《旧唐书》 中的词语或者其中的某一意

义
,

是因袭使用前代现成的用语呢
,

还是唐代新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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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。

分析研究情况如下
:因袭使用的上古词语

: 《旧唐

书》中的因袭使用的上古词语
,

大约 14 00 个
,

占所统

计词语 的约28 %
。

上古词语又分为先秦和两汉两个

阶段
。

其中
,

因袭先秦时期 已有的用语
,

约 5 00 个
,

占

总数的约 10 %
。

因袭两汉时期已有的用语
,

约 9 00 个
,

占总数的约 18 %
。

因袭使用 的中古时期的词语
: 汉语

史上所谓的中古汉语
,

主要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

言
。

中古汉语这一名称有广义与狭义之分
。

广义的

是指中古时期所使用的词语
,

包括因袭使用前代的

和新兴的 ;狭义的是指中古时期新兴的
,

这是学术研

究的重点
。

作为上古与中古分界线的东汉时期的语

言
,

介于二者之间
。

有的学者归为上古
,

有的学者归

为中古
,

有的学者又处理为过渡时期
。

我们的处理
,

凡是作者是魏晋时期的人
,

他们作品中的用语就处

理为广义的中古汉语
。

据此标准
,

参照 《汉语大词

典 》
,

分辨出了《旧唐书》中因袭使用的中古词语或者

意义约 n oo 多个
,

占所统计词语 5〕 X !个的约22 %
。

这

些词语或者词语中的某一义项所涉及的语料是比较

多的
。

.2 5 有助于父子连名制的研究

父子连名制
,

代表了藏族的文化特征
,

指的是在

姓名上
,

父亲名字的最援一
、

二字与儿子名字的开始

一
、

二字文字相同
。

这种类型的研究
,

涉及到语言文

化问题
。

罗常培先生的《语言与文化 》一书
,

对这一问

题有所研究
。

据罗先生的研究
,

父子连名制的类型有

四种
:

a
类 A B C

—
C D E

—
D E l

,

一
F G H

b 类 A口B

—
B口C

—
C口D

—
D口E

e
类 A B C D

—
C D E F

—
E F G H

—G H I J

d 类 口A口B

—
口B口C

—
口C口D

—
口D

口E

有关父子连名制 的资料 比较少
,

在 《旧唐书 》中

的用例也不多
,

我们只发现了一例
,

这样的例证就显

得弥足珍贵了
。

此例见于卷 19 7《南蛮西南蛮传
·

南诏

蛮传》的有关记载 : “

国初有蒙舍龙
,

生迎独庞
。

迎独

生细奴逻
,

高宗时来朝
。

细奴逻生逻盛
,

武后时来朝
。

其妻方娠
,

逻盛次姚州
,

闻妻生子
,

曰 : `

吾且有子
,

死

于唐地足矣
。 ’

子名 曰盛逻皮
。 ”

“

盛逻皮死
,

子皮逻阁立
。

二十六年
,

诏授特进
,

封越国公
,

赐名曰归义… … 天宝四载
,

归义遣孙凤迪

异来朝
,

授鸿肪卿
。 ”

“

七年
,

归义卒
,

诏立子阁罗凤袭雪南王
。 ”

“

大历十四年
,

阁罗凤子凤迩异先阁罗凤死
,

立

迎异子
,

是为异牟寻
。 ”

“

及异牟寻立
,

又命教其子寻梦凑
。 ”

据这里的记载
,

父子连名的情况为
:
细奴逻—逻 盛—

盛逻皮— 皮逻阁— 阁罗凤— 凤迩

异—
异牟寻—

寻梦凑
。

从格式的角度看
,

《旧唐书》 中的格式可以分为

两种 :

“
细奴逻—

逻盛— 盛逻皮— 皮逻阁
”

为一

种
,

格式为
: A B C

—
C D

—
D C E

—
E C F

。

“

皮 逻 阁—
阁 罗凤— 凤逸 异—

异 牟

寻

—
寻梦凑

”

为一种
,

格式为 : A B C

一
C D E

—E F G

—
G H I

一
U K

这两种格式
,

与罗先生的分类
,

有同有异
。

.2 6 有助于同形异义词的研究

词语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
,

既有创造新词的一

面
,

更有旧瓶装新酒的情况
。

因为语言具有经济的原

则
,

要求用词少而表义多
,

这就造成了一词多义的问

题
。

在汉语的词汇体系中
,

有不少词语
,

从外形上看
,

古今形式是完全一样的
,

但是意义上差别却很大
,

这

就是所谓的同形异义词
。

词汇研究
,

虽然重在微别
,

但是也不能够忽略迥异
。

阅读古书
,

这些同形异义词

也是值得重视的
,

切勿以今律古
,

用现代的意义去理

解古代的典籍
,

否则就会误解原文
,

出现失误
。

在汉

语词汇的发展史上
,

同形异义词的数量是很大的
,

可

以编词典
,

可以写专著
,

值得注意
。

《旧唐书》中就有

不少的这类词语
,

在阅读和研究时
,

要细心体会
。

如
“

火车
”

(有火攻装备的战车
,

出现了 1次
。

今天的
“

火

车
”

是一种交通工具 )
、 “

家庭
”

(家中的庭园
,

出现了 l

次 )
、 “

开奖
”

(开导奖励
,

出现了 1次
。

此义不同于今之

有奖销售的
“
开奖

”
)等等

。

总之
,

汉语史研究的语料是丰富多彩的
,

从不同

的角度看
,

每一种语料都有它的独特价值
。

不能厚此

薄彼
,

固步自封
。

二十五史
,

煌煌几千万字
,

从语言的

角度去研究
,

只要善于利用资料
,

选取适当的角度
,

披沙拣金
,

定会大有收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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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接 3 页 ) 这些现象的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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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我们党组织不给

以高度的重视
,

并积极加以解决
,

实现
“

三个代表
”

的

要求就会流于一种空谈
。

从目前情况看
,

加强在青年

教师中发展党员工作
,

最关键的
,

一是要转变观念
,

积极实施
“

党员先锋工程
” ,

变被动为主动
,

用党组织

的关心
、

关怀去感染青年教师
,

用党的先进性和奋斗

目标去教育
、

引导青年教师
,

增强党组织对青年教师

的吸引力 ; 二是要强化责任制
,

加强考核
。

要建立相

对 固定的联系人制度
,

从各个环节抓紧培养
,

力争使

青年学术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队伍中党员 比例有

一个较大的提高
。

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做好在青年教

师中发展党员的工作
。

(上接 7页 )

同时
,

应当注意
,

许多词语的隐喻义是在灵活运

用的基础上产生的
,

这就需要学习者具备主动运用

隐喻认知机制掌握词义的能力
。

5
.

结论

隐喻和转喻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有关
,

因为经

验域在所有的文化中并非一样的
。

要想准确掌握英

语词义
,

英语学习者还需要加深对目标语文化的学

习和了解
,

这样才能在基本义项的基础上
,

通过从源

域到 目标域的正确投射理解词语的意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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